
林教授把很多贴了

青铜器照片的纸质

卡片排列在那张桌

子上 ， 不断地改变

它们的排列

松丸道雄 （东京大学名誉

教授， 发言由广濑薰雄代读）：
这次收到了林巳奈夫先生的巨

著《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

译本新书座谈会的邀请， 却不

能参加，我对此遗憾不已，觉得

哪怕只说几句也好， 至少应该

表示祝贺和感谢之意。
关于我和林先生的交往与

我在林先生撰写《综览》这部书

的过程中做过的事情， 我已经

在这次出版的中译本序文中写

过了，今天就不讲了。 关于林先

生学问的特征， 我有一点一直

在考虑的想法， 想借此机会跟

大家讲一下。
众所周知， 林先生是所谓

考古学者 （依我看， 更准确地

说， 他是以现代考古学为基础

的古器物学者），但他的眼光惊

人地广阔， 古文字学 （尤其甲

骨 、金文之学 ）就不用说了 ，他

还充分了解古典学和清代考据

学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

的考古学者中， 对这些方面也

十分了解的学者， 在日本一个

也没有。 不仅在日本，这样的学

者在中国也不多。
今天介绍一段往事 。 1974

年 ，我们二人加上樋口隆康先

生一共三人 ，为调查台北故宫

博物院所藏的商周青铜器 ，在

台北待了 40 几天 。 有一天放

假 ， 林先生和我在闹市逛街 ，
见到有一家书店堆着 《皇清经

解 》的覆刻本 。 这个覆刻本在

日本没有见过 ，价格又非常便

宜 。 发现这套 《皇清经解 》覆

刻本的林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
立刻说要买下 。 那一瞬间 ，我

心里很惊讶 。我也大致了解清

代 考 据 学 者 的 学 术 成 果 ， 但

还 是 没 有 想 到 林 先 生 为 了 古

器 物 研 究 ， 要 把 搜 集 资 料 的

范 围 扩 大 到 这 个 地 步 。 这 件

事 至 今 记 忆 犹 新 。 我 还 记 得 ，
那 天 我 也 帮 他 搬 了 一 大 堆 书

回 宿 舍 。
不能出席这次座谈 会 ，真

的非常遗憾。 自从去年夏天患

狭心症动了手术 ，出国旅游对

我来说已经有点困难了。 为这

次盛会奉上小文 ，是为了感谢

大 家 对 我 的 挚 友 林 巳 奈 夫 的

帮助 ， 尤其向裘锡圭先生 、致

力 于 《综 览 》翻 译 的 广 濑 薰 雄

先生 ，以及跟他共同完成翻译

的郭永秉先生 ，也表示无上的

谢意 ，并且表达我不能参加座

谈会的歉意。 我相信，《殷周青

铜器综览 》中译本的出版一定

会 对 中 国 商 周 青 铜 器 研 究 的

发展有所贡献的。

小南一郎 （泉屋博古馆馆

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有一个规定， 评上教授的研究

人员一定要组织一个共同研究

班，发表其研究成果，例如在研

究所的纪要上发表文章， 编写

报告书等。 每个研究班设定具

体的研究题目， 参加的研究人

员有十个人左右， 每周或两周

一次开会。 每个班员根据自己

负责的研究题目轮流作报告 ，
然 后 大 家 对 这 个 报 告 进 行 讨

论。 三年或五年后，汇集研究班

的讨论成果，出版报告论文集。
林巳奈夫教授自从评上教

授以后， 也组织了好几个研究

班。 他的第一个研究班叫做“汉
代的文物”研究班，这个研究班

以汉代画像石为主要资料 ，讨

论了汉代的社会和文化特 征 。
他编的《汉代的文物》是这个研

究班的研究成果。 这部书把文

献中所见的词汇和汉代画像中

出现的东西相对照。 对这些词

汇和物品作解释， 在当时可以

说是汉代名物研究的最新研究

成果。 此后，林教授组织了“战

国时代文物的研究” 等好几个

研究班， 他在退休之前组织的

最 后 一 个 研 究 班 是 “古 史 新

证”，这个名字取自王国维的一

部著作。
林教授组织的研究 班 ，除

了各个班员根据自己负责的研

究题目作报告以外， 还共同研

读文献等各种资料。 例如“汉代

的文物”研究班，除了讨论沂南

等各地画像石的内容以外 ，也

用王先谦疏证补本研读刘熙的

《释名》， 此外还一起研读了当

时新公开的“睡虎地秦简”。 林

教授的研究班不仅讨论新发现

的考古遗物， 还关注文献和古

文字资料。 例如以先秦文物研

究为主题的几个研究 班里 ，我

们一直研读《周礼郑注》。 林教

授的研究班关注的范围不限于

考古方面， 而以整个文化史为

对象。 因此，参加研究班的人员

里，考古学者倒不是很多，而有

不少历史学者、科技史的专家、
文献学者、语言学者等，可以说

是人才济济。
其实， 林教授在评上教授

以前组织过一个叫“金文辨伪”
的非公开研究班。 当时有一些

学者对青铜器铭文的可靠性提

出了怀疑， 有人认为毛公鼎的

铭文是伪造的， 也有人认为散

氏盘铭文的书体很可疑， 甚至

有人说大盂鼎的铭文也有可疑

之处。 这种意见在当时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 林教授的这个研

究班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对

待这种怀疑论。
这 个 研 究 班 里 有 贝 塚 茂

树、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历史

学者。 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
究竟有多少青铜器铭文可以作

为历史资料来利用。 我们把郭

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作为

材料 ，对 《大系 》所收的所有青

铜器一一判断真伪。 青铜器本

身和铭文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

标 A，器本身和铭文都可疑的，
标 E， 在这两者中间设定了几

个等级。 判断真伪的主要标准

是每个字的写法。 如果同一篇

铭 文 里 的 同 一 个 字 的 字 体 不

同，或用不同的写法写，我们判

断这个铭文是可疑的。
“金文辨伪”研究班继续了

三四年，产生了各种研究成果。
例如， 在同一件青铜器的器上

和盖上都有铭文的情况， 盖铭

和器铭的字的写法常常不同 。
因此我们知道， 同一件青铜器

上的两篇铭文可能是分别由不

同的人写的。 这个问题涉及另

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铭文的

文 字 是 铸 造 青 铜 器 的 工 人 写

的 ，还 是 订 货 的 贵 族 们 （或 者

他们属下的书手 ）写的 ？ 虽 说

有这些发现，但关于辨伪问题

■

山谷 ，溪水沿谷底而流 。 左上

方 ，有一亭式建筑倚立于左三

山的山坳之前。 右山脚下的溪

水 边 ，停 泊 着 一 小 木 舟 ，景 象

异常恬静 。 第三个空间 ，则是

第 二 个 空 间 左 三 山 向 左 的 延

续 ， 在画面最左面的山坳间 ，
亦有两座茅屋隐现。 有的茅屋

顶上挑着一面小旗 ，是为酒肆

的标志 。 从整个画面看 ，近景

是峰峦迭嶂 ，远景则是山势连

绵。 树木、溪流、小桥、木舟、茅

屋 、酒肆等点缀其间 。 ”“就卤

簿 钟 饰 纹 带 所 表 现 的 山 水 题

材来说 ，也具有北宋绘画中山

水长卷的时代特征。 ”
中秋节前 ，曾两番进 “宫 ”

近距离观看 《千里江山图》；不

意 在 此 又 与 北 宋 卤 簿 钟 上 的

“千里江山图 ”相遇 ，一先一后

同为政和年间物， 而俱与徽宗

及蔡京相关，头 脑 里 映 像 的 叠

加几乎不可避免 。 卤簿钟上的

山水图 ，大到重岗叠嶂联络映

带的整体布局 ，小到曲涧幽溪

的景物点缀 ，诸如溪桥 、泊舟 、
亭阁 、茅舍 、劳人 ，更有山势及

山峰肌理的表现手法 ，虽然一

为绘制 ，一为铸造 ，精粗有异 ，
繁简有别 ， 但二者的相似 ，实

在一目了然 ，甚或要说后者是

前者的简易版 ，乃至前者竟是

粉本亦未可知 。 看展厅墙壁上

卤簿钟的拓本照片 ，便更可会

得山水长卷的意味 ，且以它的

循 环 往 复 而 颇 有 江 山 无 尽 的

效果 。 铜钟皇家制作的性质 ，
是没有疑义的 。 《卤簿钟的年

代研究 》中说道 ，“若按卤簿钟

饰纹中所表现的中心 ，皇宫大

内的宣德门 ，当是作为北宋 王

朝 的 象 征 。 而 宣 德 楼 又 在 政

和 八 年 改 建 ， 因 此 可 以 设 想

卤 簿 钟 是 为 了 在 改 建 后 的 宣

德 楼 上 悬 挂 ， 作 为 北 宋 王 朝

的 朝 钟 而 铸 造 的 ”。 如 果 这 一

推 论 可 以 成 立 ， 那 么 它 与 王

希 孟 的 《千 里 江 山 图 》正 可 相

互 发 明 。 王 希 孟 《千 里 江 山

图 》是 宋 代 青 绿 山 水 之 唯 一 ，
卤 簿 钟 上 如 此 气 势 的 “千 里

江 山 图 ” 也 是 铜 钟 纹 饰 之 唯

一 ，两 件 不 同 材 质 的 作 品 ，却

有 诸 多 偶 然 的 关 连———徽 宗

与 蔡 京 ， 政 和 三 年 （《 千 里 江

山 图 》 隔 水 黄 绫 蔡 京 题 识 起

首 即 云 “政 和 三 年 闰 四 月 八

日 赐 ”）与 政和八年，相关的人

物以及耐人寻 味的时间节点 ，
似 可 构 成 前 后 相 衔 的 两 段 历

史 叙 事 而 成 为 画 作 与 铜 钟 共

同的背景 ，共 同的政治寓意或

也隐然在其中。
（作者为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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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的影响和价值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1925—2006）的著作《殷周青铜器综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 5 月出版了

第一卷中译本（广濑薰雄、近藤晴香翻译，郭永秉润文）。
林巳奈夫先生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考古学家。 《综览》是上世纪 80 年代写

作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巨著，充分体现日本学者资料齐备、研究细腻的风格。
为了缅怀林巳奈夫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古代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9 月 15 日举办“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译本

新书座谈会”。
裘锡圭教授在致辞中谈道：“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综览》有详细的介绍，他认为这

部著作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著作中，最全面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并指出其中许多有价值的、
独到的见解。 由于语言的隔阂，过去中国学界鲜有像朱先生这样，充分用到《综览》的成果，往往只利用

了图版部分。 现在广濑老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他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尽可能使

译本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一定能使这部书在青铜器研究领域起到更大的作用。 ”
座谈会上，中日学者共聚一堂，评价林先生的著作，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梳理和展望中国古代青

铜器研究的历史和前景。 本刊摘编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